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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
入的影响。
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
本书作者十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国家担任常驻记者，曾亲历了北约东扩、欧元问世和“9·11”恐怖袭击
等历史性事件。
他以一个优秀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深入地观察着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变化及其影响；他又像一
个思想者，把目光伸向未来世界的走向和中国的定位。
本书是他这十多年来观察与思考的结晶。
　　　　　　当伴随着可口可乐、肯德基和麦当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成为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力量
的时候，像美国人一样开大吉普，住大房子，崇尚品牌也就成了一种时髦，美国的今天在一些人眼里
似乎就是我们的明天。
美国化的影响之所以会轻而易举地迅速扩展，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强大，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
已经失去了文化传统，　　　　应该承认，我们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复制不了一个美国。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都不可能使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又一个美国。
　　　　有鉴于此，人民日报社记者丁刚提出，中国要“脱美国化”。
“正因为我们难以抵御美国化的侵袭，我们才更需要有意识地脱美国化，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
”丁刚如是说。
“脱美国化”是个了不起的概念，提出“脱美国化”并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的理念，而是一种理性认
识的升华。
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哪怕是最成功国家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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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5年生，祖籍上海，长于陕西。
做过工人，当过教师。
1982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
位，同年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
从1990年起，先后任人民日报驻瑞典、比利时（欧盟）和联合国（美国纽约）记者，现为人民日报高
级记者。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成为首先进入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之一。
近年来，采写了大量有关美国和欧洲政治、社会、经济新闻，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评论，作品曾数次
获得中国国际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著有《二战，在寻访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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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纽约象征着美国的与众不同　　那是2003年的夏天，我结束了在纽约的三年任期，准备回国
。
离开纽约前的一个傍晚，我沿着哈德逊河西岸作了一次告别式的散步。
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河对面金融区的灯火已经点亮，把耀眼的光彩铺撒在水面上。
和三年前我刚来纽约时相比，除了少了那两幢高耸人云的双子塔之外，灯火依然是那么迷人。
“9。
ll”事件过去已经快两年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更新、更高的摩天大楼从双子塔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
曼哈顿依然是全世界最富有光彩的金融之都。
　　来美国之前，在我和我的不少朋友的心目中，纽约其实就是美国的代号，如同那手持火炬的自由
女神雕像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
有首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颇为流行的电影插曲这样唱道：　　在老纽约，　　我的一切将从零开始。
　　如果我能够在这里成功，我就可以走遍天下。
　　全靠你了，纽约!　　这是一个寄托着成千上万来自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移民实现他们梦想的地方。
美国是个移民社会，绝大多数来美国的移民都是一贫如洗。
许多人都是身上揣着几十美元，甚至几个美元开始在纽约闯荡江湖的。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到美国去挣钱，去发财。
在他们的眼里，纽约就是一个“金钱制造工厂”。
　　在纽约唐人街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传说。
我刚到纽约时就听人说，一个靠卖包子为生的老太太，一年下来竞赚了十万美元!起初我对这样的传说
都是一笑置之。
可后来，待的时间久了，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对学美术的夫妇到美国来淘金，起早贪黑
，什么活都干，苦干了五年。
他们住的是不到4平方米的小房，吃的是方便面和咸菜加馒头，最后攒了50万美元，带着这笔钱回国去
了。
离开美国前，夫妇二人托我的朋友开车带他们去了一趟购物中心，给在国内读书的孩子和亲友买了些
衣物和礼品。
他们告诉我的朋友，这是他们来美国五年第一次逛大商场!　　像这样的美国梦还有很多很多。
2001年1月11日中午12时许，赵小兰获悉布什将提名她出任政府的劳工部长，她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准备
时问。
她一边赶回家中换衣，忙着给丈夫和父亲打电话，一边开始构思着自己的讲稿。
人们后来在电视中看到，赵小兰在接受提名时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她初到美国的经历。
当她随母亲坐船来到纽约，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时，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激动。
她说，当时他们家里很困难，父亲要打三份工才能维持生活。
她刚进学校时一句英语也不懂，只好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逐字抄下，等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再给她翻译
讲解。
“尽管生活艰难，但我们知道，只要勤奋工作，坚持不懈，有亲朋好友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实现自己
的美国梦。
”即便是在“9·ll”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这样的美国梦仍然在延续着。
英国《金融时报》驻北美首席记者汤姆森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他刚从中国回来，在飞机上看到有许多
中国年轻人来这里，纽约遭受恐怖袭击并没有影响他们，他们仍然认为美国是最能够实现他们理想的
地方，是最能够学到本领、最能够施展才华的地方。
　　有趣的是，在美国待得时间久了，走的地方多了，我才渐渐地知道，许多普通美国人其实并不愿
以纽约为荣，也许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但却绝非最佳的居住之地。
无论是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还是在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每当我告诉那里的美国人我在纽约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脱美国化-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定>>

作时，他们立即会笑着说：“纽约不是美国。
”在得克萨斯州，一位女出租车司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不喜欢纽约，虽然她没有去过纽约，但这
位有着一个带花园的house的女司机知道，“那不是她向往的适合她这种人居住的地方。
”　　纽约真的就不能代表美国吗?我又记起刚到纽约不久的一件事。
当时，一位国内的朋友来纽约玩，我带她到隔岸观赏曼哈顿的夜景。
我原本以为像她那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定会喜欢曼哈顿的妖艳与华丽，但没想到的是，她竞冷冷
地说：“只要有钱，筑造这样的灿烂并不是件难事。
”后来，我搬到了哈德逊河西岸的一幢公寓楼里，与那样的景色相伴生活了差不多两年，可我始终没
有忘记那位朋友的话。
在纽约生活得越久，我就越能体会到在那些高耸人云的摩天大楼背后躁动着的欲望。
这会不会是许多美国人不愿承认纽约就是美国的一个原因呢?　　在美国走了二十多个州之后，我越来
越觉得，没有哪个美国城市能像纽约那样，如此集中而完美地展现出美国人的精神。
我甚至怀疑，假如没有纽约摩天大楼背后躁动着的欲望，会不会有今天的美国?或许有些美国人不再会
像他们的父辈早先移民到美国时那样，因为心中充满了美国梦的幻想而喜欢纽约；或许是他们像得克
萨斯州的那位女司机一样，已经有了大房子和大汽车，从此不再喜欢纽约那样的都市生活，但这并不
能改变纽约这个欲望之都的象征意义。
纽约的历史学教授兰克维奇在《纽约简史》中写道：“没有别的城市对形成美国人民的集体意识贡献
更大。
”纽约就像是这个帝国的灵魂，它是独一无二的，但却又深入到每一个人，每一座城市的骨髓和血液
里。
全世界任何一个来这里的游客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明白，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纽约，这个纽约也只能在
美国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纽约，才有了美国的与众不同。
　　衡量我们现代化的最方便“标尺”　　也许是因为纽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国以来，
我始终生活在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
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有的甚至比纽约的摩天大楼还要
雄伟壮丽得多。
“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阳光曼哈顿”、“曼哈顿后街风情”⋯⋯地产商们毫不掩饰他们
要在中国创造曼哈顿的雄心壮志。
　　在我们的生活中，美国化的影响当然不至于此。
美国人创造的英语词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言语中。
“英语决定孩子的命运”，虽然这不过是推销学习工具的广告语，但这句话的创造者肯定相信，它能
够抓住家长们的眼球。
如今你要是不懂得“cool”、“come on”那一类词汇的意思，根本就无法和年轻人交谈，甚至在我们
的报纸上也赫然印着夹杂着MALL(大型购物中心)等英语单词的标题。
书店里，摆着各类翻译过来的美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街头地摊上，你可以买到不久前
刚在美国影院里上演的好莱坞大片；而新闻媒体更是充斥着出自美联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
报》的报道，一些黄色小报刊登的新闻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许多报纸和网站上。
美国人看什么电影我们就跟着看，美国人读什么书我们就跟着读，美国人吃什么保健品我们就跟着吃
，美国流行什么服装我们就跟着穿⋯⋯乔丹、麦当娜、惠特尼成了新一代的偶像，就连洛克菲勒、摩
根这些当年被描述为嗜血成性的资本家也早已变为创业和致富的楷模。
甚至某些大学和医院的改革也是拿了美国来作样板，而一些领域的法律则干脆采取了“移植”的方式
。
有位学金融的“海归”告诉我，在某些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高层中，英语已经成了工作语言。
　　当伴随着可口可乐、肯德基炸鸡和麦当劳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成为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力量的
时候，像美国人一样开大吉普，住大房子，崇尚名牌也就成了一种时髦。
一位10岁的孩子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他未来最大的期望就是“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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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父母已经是一对事业有成的影视明星，并拥有一套高档住宅!美国的今天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就
是我们的明天。
在中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美国现在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
响。
美国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的现代化程度和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
　　这会不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料的那种景象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
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
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
的愚昧状态。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
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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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等了好久，等到了上个月《环球时报》丁刚的文章。
丁刚的问题是，媒体应为谁说话?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为自己的祖国说话，而不应盲目追逐洋时髦。
随洋新闻之风而摇摆。
这里的立意其实很浅显，但由于说的人少了，便十分难能可贵。
深刻的道理和美的东西一样，往往是简明朴素的。
我想把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的一句名言稍加变动，说：“新闻是没有国界的，新闻记者是有祖国的”
。
    ——李肇星(中华人民其和国外交部部长)    这篇“脱美国化”的文章，是非常切中要害的。
我昨天已在北大四百人的课堂上介绍了。
这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百年的大课题，也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
一个焦点问题。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初见丁刚先生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题目《脱美国
化——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眼前一亮。
一口气读完这篇不长的文章，心中已是感慨万端。
蓦然回首，“美国化”和“脱美国化”不正是我及我们一代中许许多多的人这十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吗?!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丁刚先生十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国家担任常驻记
者，曾亲历了北约东扩、欧元问世和“9·11”恐怖袭击等历史性事件。
他以一个优秀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深入地观察着西方社会的变化及其影响；他又像一个思想者，把目
光伸向未来世界的走向和中国的定位。
本书是他这十多年来观察与思考的结晶。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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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
入的影响。
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
本书作者十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国家担任常驻记者，曾亲历了北约东扩、欧元问世和“9·11”恐怖袭击
等历史性事件。
他以一个优秀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深入地观察着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变化及其影响；他又像一
个思想者，把目光伸向未来世界的走向和中国的定位。
本书是他这十多年来观察与思考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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